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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這個眾議員為啥這麼恨美國？每天

嚷嚷著反對美軍基地？」

「別聽他鬼扯，我就是和他同一個

省的！他們家族是我們那個地方最大的地

主，我們家幾代人都給他家種地。他競選

眾議員時還吹噓能讓美軍基地落戶我們

省，能給我省帶來投資帶來就業……」

一片罵罵咧咧之聲，夾雜著揶揄嘲

諷。

「昨天又有學生上美國大使館抗議遊

行了！」

「吃飽了撐的沒事幹！讓他們來這裡

上幾天工，再不就餓他幾天，看他們還叫

喚不！」

一陣哄堂大笑，恨不得掀翻房頂，讓

他們可以直接躺在星光下。

達圖爾莊園裡也是歡聲笑語。

哈利維雅市議員彼特爾、菲尼亞眾議

員亞歷克斯、菲尼亞參議長西奧、首席大

法官伊志杰和西奧的一眾家人剛剛用過豐

盛的晚宴。他們一起來到花園裡坐下。

「桑托斯總統還是很不錯的，這半年

來他和他領導的政府正在逐項落實他競選

時的承諾。」

「是啊！這都得益於桑托斯總統與

美國良好的關係。現在，菲尼亞經濟一派

繁榮，沒有美國的援助和貸款是不可能

的！」

「現在開工了這麼多項目，解決了無

數的就業，老百姓是滿意的。這些項目一

般都要建設三到五年，昨天桑托斯去國會

發表演講，他談得最多的就是強化菲美關

係，積極吸引美國投資者。他反覆強調蓋

樓修路是當前菲尼亞經濟發展所必要的，

但菲尼亞的經濟要想長期發展只靠這些是

不行的。蓋房子是蓋不出發達國家的，菲

尼亞一定要發展自己的工業農業。」

「桑托斯是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他的

演講反響很好，支持率很高。」

「桑托斯只要沿著既定的目標努力下

去，菲尼亞未來可期啊！」

「也就是說，桑托斯總統連任將沒有

懸念！所以，亞歷克斯和彼特爾要利用這

近八年的時間認真調研，努力工作爭取為

菲尼亞幹幾件實實在在的事情。」

「志杰說得對！特別是亞歷克斯，

你在軍界的聲望，如果加上可圈可點的政

績，兩年後進參議院是沒問題的。彼特爾

也要先努力進入眾議院。」

「桑托斯總統有計劃派遣我和彼特爾

去華盛頓參加游擊隊事務會議，協助美國

國會通過《羅杰斯退伍軍人法案》，為菲

尼亞的軍人爭取利益。」

「這是好事情！你和彼特爾都經歷了

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你們兩人是幸運的

現在都有不俗的成績。為一起出生入死的

兄弟們爭取應得的利益是你們的責任。但

是，這些利益或者《法案》，菲尼亞有沒

有能力履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派你們

赴美，桑托斯是為了履行競選承諾。但我

希望你們多在美國走走，認真研究一下美

國，找到適合菲尼亞發展的道路，經費的

問提不用你們考慮。八年後，為了菲尼亞

的發展，我希望亞歷克斯能競選菲尼亞總

統。那時候，志杰和我包括達圖爾家族都

會全力支持你！」

討論越來越熱烈……

「順應時代發展，才能有所作為。

每個時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歷史任務。

比如，阿德裡安總統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過

程中的崛起，成為令世人敬仰的偉大政治

家。奧古斯都先生不能平衡各方關係，沒

能認清當前菲尼亞所要完成的歷史使命，

從而在選舉中落敗。未來，相當長的一個

時期，建設國家發展經濟就是菲尼亞政治

家的歷史使命，希望你們能有所作為！」

「志杰前輩的話，我和彼特爾兄弟一

定謹記在心！您為菲尼亞民主法治建設的

貢獻令所有後輩敬仰，您的崇高威望就是

菲尼亞人心中的豐碑啊！」

這樣說就嚴重了，你和彼特爾是生死

與共的兄弟。但你稱我前輩我是真的愧不

敢當啊！擴大選舉權範圍，賦予窮苦百姓

在內的多數人投票權，這是我們法律界所

有同仁對國家的一點貢獻。

（二四九）

填不完的表格，寫不完的材料
如何真正讓教師減負？

「有教師反映，現在的檢查標準越來

越細，要求越來越高，評價標準非常繁瑣。

因為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導致有填不完的表

格，寫不完的材料。」全國政協委員、民進

重慶市委會主委陳貴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

樣說。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為教師減負再次

成為熱議話題。

陳貴雲說，一項專題調研發現，中小學

教師不僅承擔了教育系統內部的各種檢查、

評比、打卡，還承擔了大量其他部門的任務

和一些創建類工作，門類可達十餘種。

三尺講台本是教師的堅守，近年來，這

個「主場」卻被無限延伸。全國政協委員，

民進中央常委、寧夏區委會主委、寧夏回族

自治區教育廳原副廳長王春秀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旅遊宣傳推介、法治宣傳、文明城市

創建等各種活動通常集中連續進校園，都需

要教師全程配合參與，既影響正常教學秩

序，又擠占教師正常工作時間，無形中使教

師負擔加重。此外，出於安全管理考慮，除

承擔教學工作外，教師還要負責巡樓、暑假

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師不堪重

負。

形式主義負擔
「推進義務教育『雙減』工作」是當

前義務教育的重大任務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

題。王春秀說，民進寧夏區委會聯合民進甘

肅省委會針對這一課題，在兩省範圍內對義

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及教育管理部門進行專

項調研。

調研發現，學生課業負擔和家庭、社會

的額外教育負擔都有效減輕了，但教師負擔

卻沒有獲得足夠重視。教育部、全國各省市

都出台過減輕教師負擔的相應政策，但這一

問題卻未獲得根本解決。

採訪得知，這一問題確實在國內許多地

方都存在，首當其衝的是形式主義非教學負

擔。

35歲的呂銘研究生畢業後就進入北方

某市一中學任生物老師，他告訴，學校對教

案的要求是手寫，教案檢查前老師們不得不

通宵手寫教案，「太形式主義了，教案交上

去，沒人會仔細看，就是直接蓋章走下過

場。現在都在提倡無紙化，為什麼科技和工

作方式在進步，學校依舊原地踏步？」

河南某鄉鎮中學的任課老師白玲也說

起了一樣的經歷。她所在的學校一學期要檢

查4次教案，如果執教語數英三科，不算考

試周，一學期要手寫至少4本教案，約為260

頁，「摞起來是學科課本的6倍那麼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寫的還有聽課記

錄、作業批改記錄等，為了完成這些手寫任

務，她會在開例會、月考、監考的時候分秒

必爭地寫。不過她也感歎，「有什麼意義

呢，還不如拿這個時間來備課。」

如果說手寫教案還和教師本職工作相

關，還有一些與教學無關的負擔壓在他們身

上。

「我們學校的口號是迎檢要緊。」32歲

的鄭林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學任語文老師一

職，因為有著語言表達和寫作優勢，他不僅

承擔學校各種會議的資料整理工作，還是學

校每週兩到三次迎接檢查工作的主力軍。有

時為了迎接相關部門檢查，校領導會安排他

先停課迎接檢查，等結束後再上課，「教師

本應潛心教書，現在有時候感覺在『不務正

業』，上課變成了次要的事」。

鄭林記得，有老師向學校反映，為了迎

檢，大掃除太過頻繁，校領導表示無奈，因

為其他學校也是這麼做的。「有的檢查標準

並不合理，例如要求辦公桌上不能放學生的

作業，檢查來了，作業即使沒有批改完也要

先發給學生，不然不美觀。」

更讓鄭林覺得喘不過氣的，是學校對

點贊、投票等事務留痕的要求。鄭林說，如

果微信群不開啟消息免打擾，學校要求給道

德模範、好人好事、非遺傳承人等點贊、投

票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時按不掉的鬧鐘，

「下課一點開微信群，有幾百個未讀消息，

大多數都是點贊投票和同事們的截圖」。

比如，某位老師競賽取得了成績，大家

就要複製同樣的信息，配上多個大拇指的表

情包重複發在群裡，模板為「為該位老師點

贊，為該位老師所在的學科組點贊」。

鄭林說，學校並沒有強制要求老師參

與每次點贊投票，但如果某位老師次次不配

合，「領導會不高興，會找老師談話或在大

會上暗示個別老師工作態度消極」。

王春秀等人的調研結果也與教師們的

體驗相符。她告訴，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訓活

動、多餘的評估和報告、繁瑣的行政報表和

文件、形式化的教學評估、過多的會議和發

言、虛假宣傳和政績工程等等，均可視為形

式主義非教學負擔。

「社會事務分擔者」
長期關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副教授董輝，在

2022年曾基於31個省份的35份教師減負政策

進行文本分析。

董輝告訴，教師工作負擔主要來自兩

方面：縱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統自上而下、

圍繞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各類專項工作；體量

更大、壓力更強的橫向工作負擔，則是源於

學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實施社會動員的過

程中，為了開展工作把教師也納入其中。在

這個過程中，教師的角色發生了異化，成為

了「行政末梢承壓者」和「社會事務分擔

者」。

部分老師承擔的工作已經模糊了校內校

外的界限，甚至承擔了本該是社會其他崗位

負責的任務。

董輝提起了自己調研中碰到的一個案

例。32歲的劉洋是東部某市一所小學的語文

老師。她提起，學校許多年輕教師常被安排

去完成非教學類事務，「我校每天食堂衛生

由幾位新教師輪流檢查，還被要求寫一兩篇

推文，從拍照到撰文再到編輯，幾乎都由年

輕教師操辦」。

她還需要參與更多的社會動員工作。

「請全體家長和學生明天記得騎電動車時要

戴頭盔」，劉洋多次在家長群裡發送提醒，

因為有巡查組檢查，這已成為她每日的必做

「功課」之一。當社區人手緊張時，她還需

要像城市的環衛工人一樣，在社區參與清潔

工作。「市裡要進行文明城市檢查，因為社

區人手不夠，我們老師被安排參與剷除小廣

告、撿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她看來，

許多時間都耗費在通知、催促、轉發、溝通

和打雜上，而且如果沒能及時完成，領導會

點名批評。

在採訪中，數位老師有類似的經歷。白

玲所在的鄉鎮學校的班主任，需負責統計扶

貧信息和催促學生家中應繳納的城鄉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

白玲介紹，前些年，學校為了盡量避免

因學生安全事故等被問責，會安排老師暑假

巡河，防止學生溺水，「直至去年，還有鄉

鎮中學的老師在守塘守河，這已經超出我們

的能力，因為有很多老師根本不會游泳」。

鄭林提到，讓家長下載反詐軟件，甚至

婚喪嫁娶引導也是他們的任務。文明城市創

建推進時，社區會聯合學校定期組織師生一

起去巡河撿垃圾，到小區內清掃樓道及作移

風易俗宣傳，「既影響孩子們正常上課，也

擾亂老師教學進度」。

「打流感疫苗、體檢、特殊疾病篩查也

是老師的活。」廣東省深圳市某小學班主任

李軍告訴，他還參與過反詐宣傳、普法等。

但他認為，宣傳和科普是有知識門檻的，任

課老師並不能講解到位，與此同時很多家長

也不買賬，認為老師多管閒事，「有家長不

配合，甚至發生爭執，反饋給學校，校領導

只會批評你沒有溝通能力」。

教務處恐怕是學校中最能體會這些非教

學任務有多重的部門。鄭林說，據他所知，

他們學校教務處主任，一天最多能收到除教

育局之外的其他行政部門的十幾個文件，

「這些工作再一步步細分落在我們這些老師

頭上，大家都很無語」。

當來自不同層級的行政工作下達時，王

春秀觀察到，缺乏對行政工作的決策權和話

語權的一線教師多為被動接受、推動落地。

她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行政部門的評價和調

配決定著教師的職業發展，出於獲得職稱和

晉陞的機會，教師只能選擇接受。此外，教

師也需要掌握著各種資源的行政部門協助，

才能開展和推進教學工作。

作為長期研究教育問題的專家，中國

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認同上述說

法，他在接受採訪時進一步指出，職業初期

的教師出於個人發展需求會傾向於服從上級

各種行政工作的攤派指令，但有多年教學經

驗的老師可能會採取迴避態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級要求執行命令就

會得利，而迴避排斥者就被邊緣化，而一旦

迴避，在現有的學校管理體系內也會形成逆

向淘汰。」儲朝暉說。

如何真正減負？
「如果只是教書，該有多美好。」多位

受訪教師共同感歎，「上課的那40分鐘才是

最輕鬆的時候」。

事實上，從數年前開始，教師負擔、

教育減負就是教育領域的焦點和難點問題。

早在2018年，時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就呼

籲，要把時間還給老師。2019年的全國教育

工作會議上，陳寶生再次表示，「要下大力

氣為教師減負。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

給學生減負，今天我要強調，教師也需要減

負」。陳寶生在會上明確，不能隨意給學校

和教師搞攤派。要把時間和精力還給教師，

讓他們靜下心來研究教學、備課充電、提高

專業化水平。

不過，正如王春秀所說，教師負擔問題

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很多教師仍然承擔著極

為繁重的責任和壓力。

去年，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和《光明日

報》就教師非教學任務問題展開的一份調查

研究顯示，60.8%的受訪教師表示，參加各

類檢查考核、創建活動、綜合督導、評估驗

收等非教育教學工作量「明顯增加」或「增

加」。


